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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严重，对各国的经济、社会

发展带来严峻挑战，积极应对老龄化影响、促进经济社会协

调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。特别是在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

下，老年人由于学习能力下降、信息技能水平不高等原因，

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，难以平等、方便、安

全地使用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。数字化与老龄化交汇，老年

人运用数字技术成为当下全球社会治理的一个新课题。 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、国务

院高度重视老龄工作，精心谋划、统筹推进老龄事业发展。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老龄工作，并对老龄工

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要始终把最广

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，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，把高质

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”。党的十九

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。在此基

础上，我国提出数字技术适老化，将建设兼顾老年人需求的

智慧社会，推进数字技术适老化作为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 

数字技术适老化旨在激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，

让老年人能够平等、方便、安全地使用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，

利用数字技术解决老年人的生活、健康及养老等问题。推动

数字技术适老化是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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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的重要手段，是践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

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。 

本报告紧密跟踪我国数字技术适老化建设动态，围绕政

策体系、电信服务、互联网应用、终端产品等方面，系统总

结我国数字技术适老化建设进展与成效，深入分析我国数字

技术适老化面临的挑战，科学、全面展望未来发展前景。本

报告旨在为关注适老化、心系数字时代下老年人需求的政府

机构、企业单位以及社会人士提供参考和帮助，凝聚广泛共

识，形成强大合力，助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数字技术适老

化的良好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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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、新业态、新

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

各领域和全过程，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”。

我国大多数人已经享受到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，但是，

部分老年人却因为不会上网、不会使用智能手机，无法充分

享受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带来的便利，生活上遇到诸多障碍

和困扰。“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”始终

是习近平总书记挂念的“国之大事”。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

将进一步补齐我国民生短板，帮助老年人共享智慧社会发展

成果、享受信息化发展数字红利，是践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

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，深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老年人等群体

的关怀，彰显了党和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，以及带

领全体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决心。 

!;#$%&'()*+<=->)?*@AB6C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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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、程度深、速度快，高龄化、空

巢老人问题日益突出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我国

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已达到 2.64亿，占总人口的 18.7%。

预计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国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3亿，



 

2 
 

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将超过老龄化社会标准的 2倍以上，将逐

步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。而我国老年人数字技能普及率较低，

叠加数字技术更迭速度快等因素，未来无法完全享受数字化

产品和服务的老年人群体将很可能持续扩大，面临信息获取

受限、风险感知迟缓、公共参与不足等多方面问题。推动数

字技术适老化改造，推出更多适应老年人群体特征的产品和

应用，为老年人提供“能感知、有温度、更便利”的智能服

务，已是刻不容缓。 

!F#$%&'()*+GHIJ$%0KLM67N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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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世界主要国家均将数字化发展作为实现创新发展

的重要动能和提升综合实力的主攻方向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

确提出建设“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、智慧社会”的战略目标。

我国数字化发展全球领先，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

第二位，数字消费市场规模全球第一，网民规模连续 13年位

居世界第一。但不同群体间数字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

对突出，老年人使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受限，难以获得数字

技术赋能而落后于时代发展，老年人面临的“数字鸿沟”问

题日趋扩大。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是解决问题的“关键一招”，

通过建设充分兼顾老年人需求的智慧社会，进一步弥合“数

字鸿沟”，帮助老年人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发展成果。 



 

3 
 

!Q#$%&'()*+RSTUV2WXYZ6[\8

] 

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下，数字技术在疫情监

测、预警分析、传递信息等防控措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

愈加凸显现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的重要性。老年人，尤其

是独居、空巢、留守、失能及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，

是新冠肺炎的易感、易重人群，普遍面临无法独立使用健康

码、无法网上购物、无法及时获取疫情防控信息等诸多难题，

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。在社区封闭管理状态下，传统服务

体系正常运转受限，老年人购买生活物资、通过线上方式求

医购药等均出现困难，严重情况下可能面临生存危机。加快

数字技术适老化建设，不仅是实现信息平等权利的需要，更

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必然选择和

内在要求。 

1"#$%&'()23.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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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

困难问题，出台多项政策，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进入“快

车道”。 

!6789:;<=>?@A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

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》，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

作用，提供多元化产品和服务，要求加快推进老年人常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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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应用和移动终端适老化改造、实施“智慧助老”行动，

全面提升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强调要持续推动充分兼顾老年人需要的

智慧社会建设，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，

要求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购物、出行、就医等高频事项和

服务场景，做实做细为老年人服务的各项工作。 

16BCDEFGHIJKLMNO9PQRSTA为

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，让老年人更好共享

信息化发展成果，各行业主管部门先后印发多项政策文件，

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工

业和信息化部陆续发布《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》

《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》《关于切

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

品和服务的通知》等政策文件，助力老年人等重点受益群体

平等便捷地获取、使用互联网应用信息。此外，金融、交通、

医疗等领域行业主管部门也对消除老年人面临的“数字鸿沟”

问题作出具体部署要求。 

!;#jklmbnopq)rs9jktu 

随着“宽带中国”战略实施，电信普遍服务和宽带网络

提速降费等工作持续推进，通信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，越

来越多的老年群体能够享受到普惠、优质的电信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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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6(UV;WXYZ4[=>\]A工业和信息化部

印发《“双”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（2021-2023年）》，

鼓励、引导电信业务经营者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惠、合适的

资费方案，合理降低手机、宽带等通信费用。三家基础电信

企业推出了“孝心卡”“银龄卡”等老年人专属优惠资费套

餐和叠加包，并提供防诈骗、防走失、孝心提醒等功能，2021

年受惠老年用户超过 1000 万，累计让利金额超过 12 亿元。 

16(UV;^W_`;abcdef@A三家基础电

信企业对用户基数大、需求呼声高的常用电信业务，如“亲

情网”“固移融合”，提供跨区域办理服务，方便子女为老

年人办理电信业务。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

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，在线下营业厅设立老年人爱心通道、

服务专区，提供大字账单、上门办理等专属服务，并专为老

年群体设计上线“一键呼入人工客服”功能，累计服务超过

1亿人次。 

!F#<vw*bxyz{|}~()*�� 

互联网给人们的购物、出行、社交、娱乐、就医等生活

各方面带来极大便利。为让老年人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捷，

2020 年 12 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互联网应

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，立足老年人使用习惯和需

求，重点指导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互联网网站和移动互

联网应用（APP）开展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，围绕老年人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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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生活中的高频事项场景实现重点突破，取得积极成效。 

!6gh_`ij'()2klmA政务类网站适老化

建设普及率大幅提升。800多个政府单位完成信息无障碍服

务平台建设，实现无障碍功能的网站数量超过3万个。公共服

务类网站适老化进程提速。320家网站通过适老化及无障碍

水平评测，推出字体大小调整、高亮度对比、语音阅读等功

能，老年人通过网站社交、购物、获取信息的需求得到基本

保障。 

16nopqirs'()ft5uvwA与老年人日

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55 款 APP通过适老化评测，覆盖新闻资

讯、社交通讯、生活购物、金融服务、旅游出行、医疗健康

6大领域，大部分评测得分在 80-90分间，用户满意度在 70%

以上，高于 APP平均满意度。长辈模式具备大字体、大图标、

高对比度、功能界面简洁的特点，还有一键操作、文本输入

提示、语音朗读等多种辅助功能。新闻资讯方面，长辈模式

为老年用户精选历史、养生等优质板块内容，帮助老年人乐

享数字生活。社交通讯方面，长辈模式推出“听文字消息”

等适老助老功能，有效解决老年人阅读障碍问题。生活购物

方面，长辈模式简化搜索、选购、支付等操作流程，老年人

线上购物更加方便、快捷。金融服务方面，长辈模式提供语

音播报、屏幕“放大镜”等辅助小工具，受到老年人广泛认

可。出行方面，地图长辈模式对老年人常去的医院、超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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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园等场所作出专门标记，老年人轻轻一点即可获得出行路

线；“一键叫车”让老年人出行更加简单、舒适。医疗健康

方面，长辈模式加入了老年常见病科普管理功能，提供送药

上门服务，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购买日常药品。 

!Q#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 

我国智能终端适老化及智慧养老终端研发取得积极进

展，产品的适老化性能显著提高。科技水平高、性价比优的

适老化智能终端、智慧养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，为老年人参

与智慧社会生活创造了便利条件。 

!6xyz{|}'(~y=>��A我国智能手机终

端厂商积极优化手机终端适老化功能，8 个系列的手机终端

通过适老化认证。终端厂商从视觉增强、听力辅助、触控辅

助、语音交互、简易模式、远程辅助操作以及应急应用七方

面，解决老年人的终端使用问题，方便老年人看得见、听得

清、用得了。视觉增强是通过对屏幕文字放大和加粗、加强

对比度、优化大图标和图标背景设置，使视力退化的老年人

可以清楚地看清屏幕信息；听力辅助是通过音量平衡和单声

道音频的控制，提升部分老年人的使用体验；触控辅助是通

过长按交互操作、点击持续时间、忽略重复点击，解决部分

老年人由于手指机能障碍而无法正常以点击的方式操作手

机的问题；语音交互是增强语音助手对于移动终端操作语音

指令的识别范围，帮助老年人通过语音指令操作大部分常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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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；简易模式是通过简化操作界面，方便老年人学习使用

移动终端产品，特别适用于具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；远程辅

助操作是通过子女远程接入，辅助老年人操作，解决老年人

不会使用或不熟练使用手机的问题。国内适老化终端还增加

了紧急联系人呼叫、紧急联系人信息发送、紧急医疗信息发

送、长时未操作报警及地理围栏方面的应急功能，助力保障

应急状态下老年人的人身安全。 

16x����(|}��=>��A智能养老应用场

景不断拓展，服务内容持续丰富，试点示范建设成效凸显，

产业生态逐渐优化。2018年、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民

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

申报工作，围绕健康监测、安全监控、养老照护、康复辅助、

心理慰藉等重点方向，共遴选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

600 余家、智慧健康养老产品 118 项，并每年发布《智慧健

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》。入选的产品类别涉及可穿戴

式设备、智能监测设备、基层诊疗随访设备、社区自助体验

设备、家庭服务机器人、智能护理设备、智能康复设备等。 

�6WX%&��(����rs。智慧健康养老新技

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，行为监测、生理检测、室内外高精度

定位、健康数据分析等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及融合应用能力

有所增强，稳步提升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智能化水平，从生

活照护、医疗护理、娱乐互动等多个层面满足智慧健康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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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，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 

!�#����b�I��*�����9� 

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适老化水平的保持和提升，需要通

过评测评估手段和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来保障。 

!6�H������;<。互联网应用方面，按照“用

户体验与技术手段并重”原则，首个专门服务老年人的《互

联网应用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》发布，从用户满意度评价、

技术评价和自我评价三方面建立适老化水平评测体系和评

价办法，提高互联网应用的可感知性、可理解性、可操作性

和安全性。智能终端方面，《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》等

标准规范发布，标准规范在屏幕显示、音频控制、屏幕触控

交互、语音交互、远程辅助、应急应用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，

助力解决老年人使用智能终端产品过程中遇到的不便和困

难。目前已有 8000多万台国产品牌智能手机、智能电视按照

标准完成改造，覆盖产品系列 20 余个。 

16?@��)����{9A“信息无障·爱”小程

序上线，设置用户点赞、建议、意见等功能，推动互联网应

用不断优化，将适老化理念融入产品的全生命周期。工业和

信息化部将不定期组织相关单位，抽测检查最新版本互联网

网站和 APP的适老化功能应用效果，根据结果延续或撤销已

授予的信息无障碍标识，促进数字产品优化服务体验“永远

在路上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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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�#��� b¡¢)rs9£v$%�� 

!6�3��z{�s%y��。三家基础电信企业、

互联网企业、终端企业等编制常用互联网应用使用手册和视

频教程，主动走进社区、老年大学，举办手机课堂、防诈公

益课程等活动超过 10 万场，为超过 100 万老年人提供常用

互联网应用辅导、专属讲解等服务，受到老年人普遍欢迎。 

16���� ¡¢£A“青松助手”小程序上线，通

过图文形式结合语音提示，教老年人学用 APP 常用功能操

作。通过小程序，用户还能快速访问健康码、通信行程卡、

生活缴费、辟谣助手等实用服务。小程序提供社交通讯、生

活购物、新闻资讯、旅游出行、医疗健康、金融服务等领域

的 300多个 APP教程，在学人数已超过 28 万，为老年人数

字技能提升创造便利条件。 

�"#$%&'()¤¥*¦§ 

!"#$%&'()*��}~tu¤¥ 

!6#$'()¨©#ª"«¬®A虽然市场上已有

上百款适老化互联网应用，但与百万级互联网应用数量相比

仍显不足，尚未完全覆盖老年人常用的所有网站和 APP。1

6#$'()¨©.(U¯°±²³´µA老年人心理特征

显著不同，其需求与其他人群具有较大差别，不同老年群体

间的需求差异化较大。适老化互联网应用对于老年人的个性

化、多样化的需求考虑尚不充分，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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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。�6¶³pqirs*'()ft°,·_¸¹A许

多互联网应用在设计开发、升级迭代以及后期运营中缺乏通

用设计理念，产品推出后再专门进行适老化改造，不仅成本

较高，也带来了更多的技术改造问题。º

!;#$%&'()*¦§��¨¤©ª 

!6'()¨©»¼D;#ª=IA数字适老化产业缺

乏明确的产业模式，专门服务老年人的数字技术适老化市场

仍未形成。16¨©�°½¾=¿A一方面是生产数字适老

化产品的企业寻找目标客户困难，优秀产品在市场上频频遇

冷；另一方面是老年人本身获取信息渠道有限，难以充分了

解市场中相关产品的情况，购买渠道不顺畅。�6#$%&

'().FÀpqiÁCÂÃ³ÄÅA长辈模式需去除开屏

广告、弹窗广告等，与互联网企业现有盈利模式存在一定冲

突，导致部分企业改造动力不足、陷入两难境地。 

!F#$%&'()*«¬"®ª¯° 

!6(U¯ÆÇÈÉÊË¯WXÌÍÎÏA老年人“触

网”时间较短，信息技能掌握不足，筛选和辨识有效信息的

能力较弱，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，使用数字产品时更容易

出现被过度索取个人信息而不自知的情况。16(U¯ÆÇ

ÈÉÊÐÑÒYZ*ÎÏA部分数字产品设计套路，趁机“收

割”老年人流量，如“做任务抢红包”“0 元购”等。老年人

极易陷入“标题党”“养生保健党”等虚假信息所构建的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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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信息场，进而被诱导充值，购买理财产品、保健产品，且

事后维权难度极大。�6(U¯ÆÇÈ4ÓiÔÕÖ×Ø*

½ÙA老年人面对网络中各类新式骗局，更容易落入不法者

的圈套，造成财产损失。 

Ú"#$%&'()�3ÛÜ3Ý 

社会各界对适老化问题越来越重视，各方共同发力，推

动数字适老化产业可持续发展，建成兼顾老年人需求的智慧

社会。 

!"#�"±k²&'³´<v 

人工智能、5G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边缘计算、区块链等

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适老化领域深度融合应用，科技成果转化

不断加快，信息技术在声控、肢体控制、语音识别、语音合

成等方面的赋能作用将进一步凸显。新技术的应用将会推进

数字技术适老化向各行业、各领域延伸，围绕衣、食、住、

行等生活场景，满足老年人在内的全龄人群的社交娱乐、文

化教育、价值再创等高级需求的产品及服务将持续扩大供给，

稳步推进实现“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、智慧社会”建设目标。 

!;#�µ��¶}~f·¤¸ 

!6pqirs'()ÞßàdeláA2021年是开展

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专项行动的第一年，未来将会有更多

老年人常用的互联网应用进行适老化改造，并将适老化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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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到产品全生命周期中，不断提升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普

及率。16'()|}¨©��=>âãA可穿戴、便携式

监测、居家养老监护等智能养老设备、康复机器人等智慧养

老终端将竞相涌现，ATM取款机、登机值机设备、公交站牌

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将逐步适老化，为老年人提供更直接、更

贴心、更周全的智能服务。 

!F#�¹23º»¼"½¾¿ 

!6#$%&'()»¼äå�æA老年人口红利将进

一步释放和凸显，通过政策引导、财税支持等手段，企业参

与数字技术适老化建设的积极性也将被不断激发。各方主体

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，拓展产业发展空间，逐渐

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。16¨©��.°±çQ

:=>láA数字适老化产品有效供给增加，供需对接将更

加顺畅，“银发经济”市场快速发展。 

!Q#ªÀ¢XIÁ½Â/XÃ 

!6èéê(ë(ìíîï¯ðA数字技术适老化概念、

产品、服务等方面的宣传不断加强，公众对适老化的理解将

不断深入，老年人数字技能提升活动广泛开展，全社会共同

关注解决数字技术适老化问题的氛围将逐步形成。16(U

¯Do¡ñ#$%y*NO-láA在同龄人示范带动下，

更多老年人愿意主动学习数字技术知识，提升数字技能，享

受数字生活。�6ò4h�hó*ô¤A数字技术适老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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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需要政府、市场、家庭与社会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，

一起努力，共创兼顾老年人需求的智慧社会，共同书写“老

有所敬”“老有所养”“老有所适”这篇民生大文章。º


